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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书评

1、从本书的题名即可看出，作者是想借用西方的文论概念来梳理中国的文学史传统。然而，客观地
说，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。虽然书中不乏精当的见解，但整体结构上乏善可陈，甚至略显紊乱。本书
的优点在于，作者对古代文学史还是有些独到的心得。比如，拈出“文质”、“雅俗”两对关键词，
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。尤其是“雅俗”的互动，几乎是作者论述唐宋文学的主线。另外，对于赋体的
流变、杜诗集大成的分析，都颇见功力。缺点在于：涵盖范围过大，从196-1126，几乎处理了一千年
间的文学现象。主要是想以社会的变迁来规范文学的流变，但文学显然不仅是社会状况的反映。文学
史的书写，牵涉到更多的很复杂的内容。将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简单化后，就感觉论述显得不够厚
重。文中有些观点是老生常谈，但又没有谈出多少新意。如第二章“生存焦虑唤醒文学”、第四章“
多元和谐的盛唐气象”、第五章“嬗变中的文化构型”、第七章“反思转入内省过程中的文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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